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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基于大数据的种植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作物生长

状况，通过数据分析预测作物病虫害发生，从而实现精

准施肥、精准灌溉和精准防治。[3]此外，数字技术还促进

了农产品的电子商务销售，通过建立在线销售平台，拓

宽了乡村产品的市场渠道，增加了农民收入，有效推动

了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。

（二）数字赋能乡村生态

数字技术在乡村生态保护与恢复中扮演了至关重要

的角色。通过遥感技术、GIS（地理信息系统）等工具，

能够对乡村生态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和精准评估，有效指

导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工 作 。 例 如 ， 利 用 遥 感 技 术 监 测 林

地、水体的变化，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；GIS技术能

够精确地进行生态资源的管理和规划，优化生态环境。

此外，数字技术还能通过数据分析预测生态环境变化趋

势，为生态保护提供预警，有效防止生态环境恶化。通

过数字化手段，可以实现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管理和

利用，促进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。

（三）数字赋能乡村风气

数 字 化 在 改 善 乡 村 社 会 风 气 、 促 进 乡 风 文 明 方 面

展现出独特优势。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，使得

乡村地区的信息流通更加畅通，有助于现代文明理念的

传播和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。通过数字平台，可以举

办在线教育、远程医疗、文化交流等活动，提高农村居

民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素养，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。同

时，数字平台还能为乡村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、交流

互动的空间，有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乡村风气，促进社

会和谐稳定。[4]

（四）数字赋能乡村治理

数 字 化 技 术 对 于 提 高 乡 村 治 理 效 率 和 水 平 具 有 重

要意义。通过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，实现了乡村治理

信息化、透明化，提高了政策执行的精确度和公众参与

的积极性。例如，通过数字平台，可以实现政务服务的

在 线 化 ， 简 化 办 事 流 程 ， 提 高 办 事 效 率 ； 通 过 数 据 分

析，可以准确把握乡村发展需求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

政策。同时，数字技术还有助于加强乡村治理的监督管

理，通过网络监控等手段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，保障

乡村社会稳定和谐。此外，数字化还促进了乡村治理，

通过在线投票、意见征集等方式，增加了村民对乡村事

务的参与度和决策的民主性。

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对策

（一）健全机制强保障，协同发力全面系统推进

为 有 效 推 进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， 必 须 健 全 机 制 和 保 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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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确保协同发力，实现全面系统地推进。这需要从

顶层设计、资金投入、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

虑 和 布 局 。 例 如 ， 汉 阴 县 通 过 成 立 数 字 乡 村 试 点 工 作

领 导 小 组 ， 制 定 并 印 发 《 汉 阴 县 省 级 数 字 乡 村 试 点 工

作 推 进 方 案 》 和 《 汉 阴 县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整 体 推 进 方 案

（2023-2025年）》，明确了建设目标，实施任务和项

目清单管理、月度跟踪督办，确保了高位推动和强化保

障 。 此 外 ， 汉 阴 县 在 资 金 投 入 方 面 ， 通 过 整 合 多 源 资

金，建立信息化专项基金，并通过财政奖补机制撬动社

会资本参与，县财政累计投入达到2331.8万元。

为 进 一 步 优 化 顶 层 设 计 ， 增 强 政 策 连 续 性 和 前 瞻

性，本文认为汉阴县首先可通过定期审视和更新数字乡

村建设的顶层设计文档，确保政策与时俱进，能够适应

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。其次，可

探索更多资金渠道，如引入民间投资、国际资金等，并

通过建立项目库管理系统，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

率。最后，可建立更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，与高等

院校、职业技术学院合作，开发面向乡村振兴的专业课

程和认证，同时加大对在职人员远程教育和技能提升的

投入。[5]

（二）完善网络强基础，夯实数字乡村建设底座

数 字 乡 村 建 设 的 基 础 在 于 网 络 的 覆 盖 和 质 量 ， 这

不仅关乎信息技术的普及，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

键。因此，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网络服务环境

是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。汉阴县在这方面的实

践尤为值得关注。一方面，该县通过推进“满格信号”

工程，加速4G及5G网络的建设和覆盖，建成各类基站

1316个，实现了高质量网络的全覆盖。另一方面，通过

实施千兆入村、百兆入户行动，大力推进偏远镇村光纤

网络接入，铺设光缆9200余千米，全面提升了农村地区

的网络接入速度和服务质量。此外，汉阴县还优化了便

民网络服务，推进了农业农村综合服务大数据平台和县

级仓储物流中心建设，完善了信息流通服务网络，提升

了网络服务的便利性和实用性。

为 进 一 步 优 化 汉 阴 县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， 提 高 网 络 服

务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，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点出发：

首先，继续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，特别是在偏

远地区。利用新技术如卫星互联网服务，弥补地面网络

建设的不足。其次，通过建立网络服务质量监测体系和

快速响应机制，确保网络服务的高可用性和故障快速恢

复，特别是在极端天气和紧急情况下。再次，结合乡村

实际，开发适合农村居民的数字应用，如智能农业、电

子商务、远程教育等，并举办定期的技能培训班，提高


